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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� 在人类迈向数字化的 �� 世纪之时 � 高科技已经深入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艺术 ∀技术和艺术联姻 �生活与 

艺术的距离被抹平 � 由/ 读纸时代0向/ 读图时代0转移 � 现代的新型艺术形式形成了对于传统经典艺术 !高雅艺术样 

式的冲击和挤压 ∀于是 � / 艺术终结0论日益强烈 ∀通过从艺术与人类 !艺术与科学的关系以及艺术自身的发展三 

个方面论述数字化时代艺术的前途 � 指出数字化既给艺术带来冲击和挑战 � 又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

和生长点 � 我们应该运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看待文学艺术的发展 � 文学艺术并没有终结 � 而且不会终结 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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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! 艺术终结论的源起 

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� 特别是计算 

机网络技术的变革 �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数字化的 

时代 � 技术与艺术相结合已成为不争的一个客观事 

实 � 由此带来的/ 读图0转向则消解了文学艺术的诗 

性 � 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∀ 

在数字化时代里 � 电子媒介凭借高科技的优势所打 

造的图像符号的文化霸权 �伴随着视觉形象的电子 

文本的广泛传播而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和观 

念 � 文学艺术也不能幸免 ∀与此同时 �影视文化 !网 

络艺术依托其多媒介的优越性 �逐步形成了对单媒 

介语言形象的文学艺术的合围和挤压 ∀ 在这个时 

代 � 艺术由传统的社会中心走向边缘 � 文学由艺术的 

中心退居到边缘 � 文学艺术的/ 边缘化0已经日渐明 

显 ∀现代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再停留在文学艺术 

上面 � 经济 !科技 !政治则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话题 ∀ 

传统的精英文学 !高雅艺术则又日益被大众文学 !世 

俗艺术所侵占 ∀在人们以前心目中曾经崇高的传统 

艺术被消解之后 � 所带来的是人们对文学艺术发展 

的迷茫 ∀这种文字的式微所带来的/ 读图0转向引起 

了人们对于文学艺术前途的担忧 ∀德里达说 � / 在特 

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 � 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 

复存在 , ,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 !哲学 !精神 

分析学 !甚至情书的终结 ∀ 0 ≈� 希利斯 # 米勒则发出 

了/ 电信时代文学无存0的悲叹 � 更甚的是 � 阿瑟 # 丹 

托则认为在今天/ 艺术随着它本身哲学的出现而终 

结0 ∀针对这种艺术终结的悲观预言 � 我们既要看到 

它有正确反映当前艺术发展现状的事实 !表现了数 

字化时代给文学艺术所带来的冲击性的一面 �又要 

认识到它有无视艺术史的发展规律 !没有看到数字 

化对文学艺术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的一面 ∀因此 � 

我们要用历史辩证法的眼光来看待艺术的终结论 � 

对于艺术终结论作全面的分析 ∀ 

这种艺术终结论的观念可以追溯到黑格尔 ∀在 

黑格尔看来 � 绝对精神�理念�的发展的三个阶段是 

艺术 !宗教和哲学 �而艺术又依次可分为象征型艺 

术 !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 ∀ 他认为 �艺术 !宗教 

和哲学都是基于理念的 �而所不同之处则在于揭示 

理念的形式不同 � 其中艺术作为理念发展的最初阶 

段 � 它必然要随着理念的自我而最终发展到宗教和 

哲学 ∀ 因此 �艺术 最 终要 被 宗 教与 哲 学 所 替 

代 ≈���� ∗ ���� ∀阿瑟 # 丹托在其著作5艺术的终结6中 

接受了黑格尔的观 点 �认为/ 艺术随着它本身哲学 

的出现而终结0 � 他说/ 认识实现之际 � 实际上也就不 

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 ∀艺术是某种知识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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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∀ 0 ≈����� 

显然 � 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 � 伴着 

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物质条件的改善 �艺术由被少数 

人把持逐渐进入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视野 �艺术的日 

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艺术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�艺 

术从高贵而神圣的殿堂走下来 �它身上神圣的光环 

消失了 � 艺术与生活的距离被慢慢抹平而走向/ 趋零 

距离0 ∀同时 �电影 !电视以及网络的迅速发展 �使 

/ 读图0转向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 �成为一种强势话 

语 � 这就形成了对传统的印刷文本的挤压和打击 � 使 

得/ 读纸0渐渐让位于/ 读图0 ∀ 

文学艺术作为时代的产物 �它在当今的数字化 

时代中没有赶上一个好的时机 ∀在数字化技术所建 

构的极富感官的视觉形象面前 �作为文学艺术的语 

言形象在后现代文化的视觉形象的冲击下举步维 

艰 ∀传统的精英艺术因其距普通大众相隔甚远而不 

被人们所接受 ∀大众文化的兴起 � 它的世俗性 !娱乐 

性以及所带来的感官刺激则满足了大众的娱乐和初 

级审美需要 � 因而欣欣向荣 ∀于是 � 崇高的理想消失 

了 !价值承担卸载了 !终极真理逃避了 ∀ 人们追求的 

是感官满足 � / 玩的就是心跳0 � / 过把瘾就死0 ∀在这 

种思想的影响下 � 各种先锋艺术风烟四起 � 身体写作 

以及隐私文学红红火火 � 视听艺术 !网络文学相继勃 

兴起来 ∀就这样 � 传统的艺术被消解了 �艺术观念被 

解构了 � 艺术或许真的快要终结了 ∀ 这种艺术终结 

论是与现代人的主体性的丧失相关的 ∀ 从尼采的 

/ 上帝之死0到福科的/ 人之死0的宣言 �这使得先哲 

们精心营造的形而上的精神大厦迅速倒塌 �曾经自 

以为是的人类陷入了迷茫与困惑之中 ∀ 人类的出路 

何在 � 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在何处等等 � 都成了人们的 

疑问 ∀于是 � 我们传统所信奉的价值规范 !体系制度 

都被颠覆和消解了 �人就产生了一种世界末日即将 

到来的不安 ∀ 在这种理想和信仰 !真理和崇高都解 

构之后 � 人类失去了精神的家园和归宿 �变得感性和 

肤浅 ∀于是 � 艺术的终结 !历史的终结 !哲学的终结 

接踵而来 � 并且愈演愈烈 � 艺术的终结论只是其中的 

一种 ∀ 

二 ! 艺术并未终结 

所谓真理前进一步则成谬论 �事物的优越性的 

一面也正是其局限性所在 ∀ 因为任何理论都是/ 盲 

视0与/ 洞见0 !/ 遮蔽0与/ 澄明0的统一 � 都带有/ 片面 

的深刻性0 � 理论都有其特定的视域的 ∀在数字化时 

代的种种对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冲击和解构 �不可避 

免地造成人们对文学艺术前景的担忧 ∀ 但是 �也正 

是这种冲击和解构 �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 

机遇 � 注入了新的活力 ∀ 艺术是否会在数字化技术 

下终结 � 是需要予以辨析的 ∀ 

首先 � 从艺术与人类的关系来看 ∀ 艺术是伴随 

着人类的出现而诞生的 �从原始先民的劳作之歌和 

祭祀巫舞开始 � 艺术就成为人们表达思想情感 !理想 

愿望的重要手段 ∀文学艺术同时也是教化民众 !陶 

冶心神的工具 ∀ 更甚的是 �在文学艺术这个自由的 

世界中体现了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 �表现了人们 

对于现实生存的看法和态度 ∀ 在艺术的天空里 �人 

们可以自由地翱翔 � 摆脱日常生活的焦虑 � 消除实在 

的物质功利的束缚 �进而达到一个自由的审美的诗 

意生存空间 � 也正是在文学艺术中 � 人们找到了宣泄 

内心情感的方式和场所 � 释放和转移着自己的情感 � 

使心理得到平衡和安宁 � 也正是在这里 � 人们尽情地 

讴歌着正义 !善良 �表达理想和追求 �抒写着个人对 

于宇宙 !人生的理解 ∀在文学艺术的世界里 � 人类建 

构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�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诗意的居 

所 ∀很难想象 � 如果文学艺术灭亡之后 � 我们的情感 

到哪里去抒发 � 我们的精神寄托于何处 � 我们的灵魂 

将安放于何地 �人类将会真真变成大自然无家可归 

的孩子 ∀或许 � 艺术是一种人类的信仰 � 抑或是人类 

的一种生存状态 ∀人不但现实地生存着 �而且艺术 

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� 人类自从来到这个世界 � 到现 

在还没有和艺术分离过 ∀现实的生存是人类满足物 

质的需要 !繁衍后代的一种功利生存 � 这是人存在和 

发展的前提 �艺术的生存是人类的超越物质功利层 

次的束缚而达到精神自由的审美境界的生存 ∀ 因为 

人类不满足和局限在现实的物质世界 �而总是追寻 

一个自由的诗意空间 � 以此来获得心灵的满足 !精神 

的愉悦和情感的健全 ∀ 只有在艺术的世界中 �人才 

能对自身的生存有更深的体会和领悟 �才能进入物 

我两忘 !天地合一的自由境地 � 人才能体现其作为人 

的价值和意义 ∀ 人类是如此的需要艺术阳光的照 

耀 � 需要艺术花朵的点缀 � 可能只有人类灭亡的那一 

天艺术才会消亡 ∀所以 �我们在当今的数字化时代 

中 � 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应保持乐观的态度和坚定 

的信念 ∀因为数字化时代并不是人类的末日 �而是 

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更高的阶段 ∀ 

第二 � 从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来看 ∀ 艺术与科学 

虽然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的方式 �艺术更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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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是从主观和情感方面去把握世界 �更具有强烈的 

感情和丰富的想象 � 富有审美意蕴 � 而科学地把握世 

界的方式则相对注重客观和理性 �因而带有更多的 

理论和认识色彩 ∀艺术与科技的对立是时常被人所 

论及的 ∀但是 �科学和艺术并非单纯对立 !排斥的 � 

艺术和科学两者之间存在同一性和互补性 ∀ 譬如 � 

艺术和科学都要以世界和社会作为其对象 ∀科学以 

自然和世界作为其研究对象是大家都可以理解和接 

受的 ∀众所周知 �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 !社会科学和技 

术科学 ∀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物的各级形式 � 

各级形式的物的集合 � 人当然也在其研究范围之内 ∀ 

因而 �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存在绝对的对立 ∀ 同 

样 � 艺术中的绘画 !雕塑 !小说等等艺术形式都是人 

观察自然 !社会和人的产物 �都是人对世界万物 !社 

会人生的表象描摹 ∀ 所以 �艺术和科学两者并不存 

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∀ 再者 �艺术和科学都体现了人 

类求真向美的追求 ∀艺术要以审美作为其基本品性 

和根本要求 �审美性是艺术区别于非艺术的本质特 

征 ∀但是 � 艺术的审美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之上的 � 没 

有了真就不可能产生艺术的美 �这一点尤其充分地 

体现在雕塑 !建筑以及西方的绘画艺术当中 � 它们讲 

究和谐 !对称 �追求/ 黄金分割点0等等 �都是体现了 

对于真的重视 ∀ 再比如 �巴尔扎克名著的5人间喜 

剧6也是以其客观科学的描写而著称 � 我们可以从中 

看到巴尔扎克对其生存的客观世界全面细致的观察 

和准确描绘 ∀ 与此同时 �科学中也体现着自然属性 

的美 �显现出了科学家对于美的追求 �即/ 科技美学 

化0 ∀对于真和美的向往和追求不但体现在科学和 

艺术活动中 �也体现在人类其他的一切活动中 ∀ 因 

此 � 科学和艺术有着紧密的不可割裂的联系 ∀最后 � 

艺术和科学有着共同的终极目的和根本旨趣即人文 

取向 � 科学和艺术最终都要为人服务 � 使人生活得更 

好 � 而不是把人类引入黑暗和迷途 ∀ 正是在这里科 

学和艺术找到了共同的切合点 ∀艺术更多的是满足 

人的精神需求 � 塑造人的思想品质 � 提升人的自身的 

觉悟和能力 � 增强人的意志和感情 ∀ 因此 � 艺术的发 

展有利于人类提高自身能力 �客观上也会促进科学 

的发展 ∀科学则是通过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 �发现 

客观事物的本质 �抓住其规律 ∀ 以便人们更好地改 

造自然世界 � 丰富人类的物质财富 � 促进社会生产力 

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进步 ∀ 所以 �科学的发展和进 

步 � 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物质基础 � 又可以使得我们 

能全心投入艺术生产 ∀ 同时 �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 

给艺术的媒介 !创作 !传播和欣赏等等带来一系列新 

变 � 对艺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� 这是文学艺 

术及其样式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原因之一 ∀ 科学和艺 

术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 !为了人类的文明和进步 �两 

者并不只是对立和冲突 � 而是有着同一性和互补性 ∀ 

我们可以预言 �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将是其发展的必 

然 � 最终也将会推动科学的进步和艺术的发展 ∀ 正 

如福楼拜所预言 �/ 艺术愈来愈科学化 �科学愈来愈 

艺术化 � 两者在山麓分手 � 终将在山顶重逢 ∀ 0数字化 

时代就是科学和艺术两者重逢的时候 ∀ 

第三 � 从艺术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嬗变来看 ∀ 文 

学艺术的历史就是新艺术形式不断取代旧艺术形式 

的历史 �也正是艺术形式的更替给文学艺术带来了 

发展动力 ∀ /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0 �而神话就只能是 

人类童年时的产物 ∀ 鸟瞰人类的艺术发展史 �我们 

可以发现 �文学艺术的发展正是艺术类型不断推陈 

出新的结果 ∀ 随着社会的进步 !人们生存方式和审 

美趣味的变化 �一些过时的艺术类型将被历史所抛 

弃 !淘汰 � 而一些新的艺术形式则又相继产生 !发展 

和繁荣 ∀由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再到网络文学的历 

史嬗变反映的正是社会的前进 !文学艺术的发展 �我 

们大可不必因一种文学样式被另外一种文学样式所 

替代而感到艺术的末日就要来临 ∀ 正如韦兹所说 

/ 艺术史一再证明艺术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� 而不是一 

个封闭的结构0 ∀ 艺术的发展正是新型文学艺术形 

式取代陈旧文学艺术形式的过程 �就是在这一动态 

的过程中实现了艺术的自我更新 ∀ 所以 �在今天的 

数字化时代 � 文学艺术的世俗化 !大众化以及娱乐倾 

向在冲击传统文学艺术的同时 � 更带来了大众艺术 ! 

网络文学 !影视艺术的发展机遇 � 它们把传统艺术从 

神坛上拉下来 �使艺术重新回到民间 �贴近大众 �适 

应和迎合了现代大众的审美情趣 ∀ 所以 �在某种程 

度上说 � 这一转变实现的是一次话语权的民间回归 ∀ 

如果说传统文学艺术所表现的崇高 !道德 !正义以及 

人类的终极关怀代表了人的理性方面和人对于理性 

的追求 � 那么现代新型艺术所体现的低俗 !游戏 !娱 

乐以及人间情怀则代表了人的感性方面和人的感性 

需要 ∀感性和理性作为人的精神的两个不同方面 � 

有各自存在的合理性 �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 ∀ 现 

代艺术转到关注人的感性实存 !表达人感性欲望和 

要求 � 它纠正了传统文学艺术只注重理性 !表现理性 

而忽略人的感性方面 � 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�我 

们不能一味地将它排斥 ∀ 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太 

快 !生存压力太大 �人们需要在工作之余去放松自 

己 ∀因而 � 艺术的娱乐性和消遣性是人们所追求的 ∀ 

# � � � # 第 � 期                刘谭明 �数字化时代的文学艺术 ) ) ) 对/ 艺术终结0论的思考



世俗艺术 !大众艺术正迎合了现代人的这种审美要 

求和心理需要 �而得到人们的青睐并迅猛发展 ∀ 说 

到底 � 当下的世俗艺术也是一种艺术 � 我们承认这一 

点 � 事实上也就否定了所谓的/ 艺术终结0论 ∀ 

三 ! 艺术将会永生 

诚然 � 在高科技和社会转型的双重影响下 � 我们 

的生存方式 !思维方式 !审美情趣等都发生了一系列 

变化 ∀就文学艺术方面来说 � 传统的精英文学 !高雅 

艺术日益边缘化 � 艺术与非艺术 !艺术与生活的界线 

被抹平 � 文学艺术所蕴涵的人文精神 !价值取向 !社 

会承担被世俗与娱乐所替代 ∀ 从这一方面来说 �艺 

术终结论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∀ 但是 �科学技术和文 

学艺术作为人类两种不同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�两者 

并非完全对立 !排斥的 ∀ 艺术或许较之技术更早进 

入人们的生活视域 �艺术催生和引发了科学技术 ∀ 

当然 � 技术在产生之后又促进了艺术的发展 � 艺术与 

科技最终应当达到和谐的统一 � 两者是相互促进 !彼 

此依存的 ∀所以 �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技术的艺术化 

与艺术的技术性不应该成为我们对艺术前途失去信 

心的理由 ∀当然 � 在数字化和信息化时代 � 文学艺术 

是否真的丧失了其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� 文学艺术是 

生存还是消亡 �是走向黎明还是迫近黄昏 � 等等问 

题 � 应该是我们所要认真思考的 ∀可是 � 正视和思考 

并不等同于悲观 !失望 ∀ 

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诗意栖居之地 �作为人类 

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 �作为一种人类对于真善美 

的追求 �它必定不会因为人类发展到高科技的数字 

化时代而终结 ∀只要人存在于世 � 艺术就不会终结 ∀ 

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�上一阶段的文学艺术的终 

结地或许正是其下一阶段新的生长点 ∀正如有学者 

所说/ 高科技对人类文学行为的全方位覆盖不应成 

为科技对人文的颠覆 � 或技术对艺术的侵占 � 而应成 

为文学发展的新机遇和理论变革的新挑战0 ≈����� ∀ 

对此 � 我们应当对艺术的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 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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